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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邓小平对毛泽东变革生产关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我国50年代中期在毛泽东领导下进行私有制改造、 建立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70年代
末， 邓小平领导的经济改革发展了多种经济。 历史与现实的反差， 已带来不同观念的冲突。
其焦点是如何科学地看待邓小平与毛泽东在变革生产关系上的思想关系。 对这种关系加以考
察， 无论对反思过去 、 理解现实 、 瞻望未来以及澄清思想理论上的是非都是有好处的。

一 、 继承 、 开拓和创造

龚育之把邓小平与毛泽东在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关系， 说成 “一 是纠
正， 二是续承， 三是开拓和创造“ CD。生产关系变革思想是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中最为重
要的问题， 当然也有上述三种思想关系。

思想关系乃是实践关系在意识上的表现。 邓小平在中国建国后的实践地位具有特殊性，
一方面他是今天改革的总设计师，另方面他曾以党中央第一 代集体领导成员之一， 亲自参与
领导中国50年代中期 “三大改造“ 实践。经历了 “改造” 与 “ 改革” 两个时期。 这种变动使
邓小平与毛泽东的思想关系， 由单方面继承发展为进一步的开拓与创造。

在50一60年代， 邓小平是毛泽东变革生产关系思想的实践者。在这段时间内， 我国既有
“三大改造” 的辉煌成就， 也有 “共产风” 沉痛教训，1956年一1966年十年探索极为艰苦曲

折 。 邓小平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对改造私有制、建立公有制进行探索， 一致性与执行性，是思
想关系单方面的主要特征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使思想关系展示了多面性 。 继承关系属于主流。 这种继承是对
毛泽东建国后改造私有制、建立公有制与对毛泽东从中国实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思想的积极
肯定与执行 。 随着经济的发展，毛泽东与当年元法设想的各种经济形式、管理方式都出现了，
邓小平对这些形式和方式进行提炼后又普遍推广。 开拓与首创使邓小平与毛泽东在变革生产
关系思想上有诸多不同， 它表明毛泽东思想要在自我革新、自我发展中给自己不断注入生机
活力 。 继承、 纠正 、 创新三重关系是相互联系的。 继承是起点， 开拓创新是纠正的必然结
果， 三者构成了邓小平生产关系理论的基础。

二 、 对杜会主义阶段性遭解的开拓性

马克思主义原理说明， 是生产关系决定社会性质及其历史发展的阶段性 。 但从变革者主
观要求看， 又以 一 定社会目标来制定变革生产关系计划与要求。 不论怎样， 社会发展水平与

生产关系变革水平必须相互协调与对应。 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高要求必然导致生产关系 、

“超阶段过渡 ＇＇ ， 共结果是牛产力停滞与经济遭到破坏。 只有＿立足于国估， 才可使4产义系
变革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一 46 -



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义阶段确定上既有把建立社会主义需要1$年、建成强大社会主义国

家需要50一75年(1955年10月11日讲话）的远大目光与社会主义分为 “发达” 与 “不发达”

阶段的英明论断＠， 也有1958年与 “十年文革” 的向共产主义过渡及把 “各行各业都办成共

产主义大学校” 的超阶段过渡的失误。
邓小平是在接受毛泽东正 、 反两方面经验后重新对我国社会主义阶段进行确定 。 他将马

克思主义与中国特点相结合 ， 确定我国既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 ， 也不能用马克思早年设想来硬

套我国实践。他把我国社会主义确定为 “初级阶段” 。千是， 与此相应的生产关系形式也就
不证自明了 。

从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要求去调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体现了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
和开拓 。

首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本身确定上的开拓性 。 十月革命后列宁曾把社会主义区分为
“发达” 与 “不发达” 的阶段， 毛泽东也对社会主义作过类似列宁的区分。中国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提出于叶剑英庆祝建国40周年讲话中， 后在十二大、十三大政治报告中 一 再加以肯

定。 “初级阶段” 的提法， 克服了毛泽东常用马克思预想的模式来苛求现实， 也吸取了毛泽
东与列宁 “不发达” 阶段提法的合理性，使开拓寓于继承之中。

其次， 在改革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上的开拓性。毛泽东在 “八届二中全会上讲话 ” 中提出
了即使帝国主义被打倒了也要改革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说法。但后来实践证明， 他是把

“一 大二公” 、求高求纯作为改革指导思想的。邓小平在必须改革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上与毛

泽东并无不同。他的改革立足点不是提高 “公 ” 的水平与规模，而是在加强技术改造与科学

管理条件下，以权、责、利相结合的途径加深 “公 ” 的实质与内含， 提高公有经济中劳动者

的积极主动精神，提高经济效益与社会主义生产力 。 这些论点在所有的经典著作中， 是找不

到的 。

再次， 对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形态探索中的开拓性。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形式与社会主义的

经济并不等同 。 前者可以包含公、私两种经济， 其形式是多样的，后者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经

济基础， 它认定社会主义社会性质。毛泽东没有作过这种区分 。 直到晚年， 毛泽东一直让私
有经济 “ 绝种 “ 作为实现理想社会的基本依据 。

在对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形态探讨中， 邓小平的功绩是： （1)把 “一个公有制占主体，

一个共同富裕 ｀ 作为 ＇ 社会主义根本原则 ＇， ＠来坚持 。 公有制、共同富裕（按劳分配原则的实

现目的）原则当然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同义语，公有制的 “ 主体” 地位，使它具有统治地位， 自

然也就成为决定上层建筑性质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 。 (2)主张发展 “ 个体经济，吸

收外国资金、技术，欢迎外国企业到中国办工厂， 这些都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 ”
。 ＠发

展多种经济，使各种经济成份来 “ 补充“ 社会主义经济， 这种设想已经变成我国经济生活实

际。(3)在 “一国两制 ” 的设想中，提出大陆搞社会主义，台、港、澳地区仍然搞资本主
义。这样做法并不影响整个中国社会主义性质。因为我国 “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很大” @， 只

要大陆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既可经受外国资本冲击，也能经受部份地区资本主义经济冲击 。

“主体” 与 “ 补充” 两种经济地位已表明：公有经济是 一 种 “普照之光',, “补充“ 经济是

在国家法律规范下进行活动的， 它是以税收、技术、资金、劳动就业来补社会主义经济之不

足，在市场引导下刺激社会主义经济，使它具有生机活力。 “ 主体“ 经济只能是单一 的， 它

是决定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本质； “补充“ 经济是多样的， 它可以是小私有、大私有经济，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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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各种合资、合作经济。 邓小平这些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很难找到的。

三、 发展生产力是变革生产关系的依锯

在生产关系变革根本依据上， 邓小平始终把发展生产力置于首位。
首先， 在变革目的上将发展生产力始终坚持到底。 毛泽东虽然提出变革生产关系由“解

放生产力 ” 到 “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 的看法， 实践上并未解决它， 后来他所发动的一次次政
治运动恰恰破坏了生产力。 邓小平不但继承了毛泽东上述看法， 并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
义阶段 “最根本任务 ” 与显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标忐。 他说：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是体现
在它的生产力要比资本主义发展将更高一 些、 更快一 些“ 。 1" 邓小平这种看法， 既找到了巩
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本途径， 也同未米理想联结起来。他说： “共产主义的含意是什
么？就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这就要求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 ” 。 '
所以， 要不要大力发展生产力，涉及要不要社会主义与坚持共产主义最终理想的问题。

其次， 如何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保护生产力发展？邓小平的开拓性也表现在这里。 邓小
平说s 毛泽东不是 “不想发展生产力， 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 例如搞人民公社， 就没有按照

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办事 ” 9。 邓小平从废除 “ 以阶级斗争为纲“ 开始， 把战略中心转到 “ 四化”

建设上去， 为生产力发展创造稳定社会环境，邓小平又从生产关系改革入手， 克服了 “一 大
二公” 大锅饭与发展多种经济， 使生产关系与现实生产力相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是循序渐进
的。 要改变我国落后面貌与赶上世界先进国家， 邓小平提出 “三步走” 的发展战略。 一手抓

经济改革， 一 手抓现代化建设， 真正使新的生产关系做到保护生产力发展。 我国15年改革历

史已证明邓小平思想是完全正确的。

最后， 对生产关系变革中精神与物质作用的重新认定。 邓小平在致力于发展生产力（物

质文明建议）中，十分强调精神文明建设，他要求广大人民要 “有共产主义的理想， 有道德、

有文化， 守纪律” 。 物质文明又是基础， 因此他又强调要以物质利益作为精神文明的保

证。 他说， “如果只讲牺牲精神， 不讲物质利益， 那就是唯心论” 。 "
｀

光用先进思想而不用

物质利益原则去创造新的生产关系， 无异于在沙滩上造高层建筑。

精神力拭有科学与空想之分。 后者是新生产关系的破坏力量。 如平均主义思想， 是生产

力极端落后、产品十分匮乏条件下小生产者的一种社会空想。毛泽东在战争年代与建国初都曾

反对过。 但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建立后， 毛泽东却又提倡它。 反对分配中的上资差别是他晚

年极力提倡的， 邓小平认为； “搞平均主义不行“ ， 它是 “不符合按劳分配原则的"。;!1，它

无法激发劳动者的积极主动性， 摆正物质与精神两种力量在生产关系变革中的作用， 解决了

我国生产关系变革史中的大问题。

四、在生产关系纵深变革上的思想关系

生产关系可如斯大林所讲的包括所有制、 分配以及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与相互关系， 也

可如马克思所讲的包括由生产所决定的分配、 交换、 消费诸方面。 上述两种说法各从横向、

静态与纵向、 动态来描述生产关系。 二者统一起来， 使生产关系可划分为所有制、 分配、 交

换、 消费诸方面。 从它纵深结构看， 所有制当然是最为重要的， 它决定生产关系的质，分配

直接决定于所有制， 它也从另 一方面标志生产关系的队，交换是分配、 消费的中介， 难以单

独决定生产关系性质，消费是最终环节， 但它又从最终意义上体现生产关系运行的目的：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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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们的物怀判趴

邓小平的创浩打计摇巨表现在交碌、 消势半系卜提出了毛洋乍太喉蚀及的 一 此否－K吓

论间阿与实践间罚卢

讨先， 及千消费问题。 产品消费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体现所有者（即劳动苦）凭烘所

占有的生产资料与个人芍动能力所获1早的相应社会产品。 他们获佴产品呴质哥与攷质决定他

们消费水平 心 补令主义生产关系的优越性，必然体现为劳动者物丐女化水平不断提窝。 公有

制、 按劳分配原则应使劳动者战性贫穷， 究现共同宫裕。 “贫穷不旯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哩

消灭贫穷” 。 一共时产裕不愿同步宫裕， 而先窝后宫之分是暂时的， 共同宫裕是最后目的。

邓小平倾注全部心血致力于控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它不但撰弃了 “ 愈穷愈光荣 ” 、

＂愈穷愈革命
“

流传其久的落后意识， 也从根本上划清科学社会主义与禁欲的、 小生产者f内注

会主义空想， 从最终竞义t．恢复生产关系木来含义。

其次，＇交换关系上的突破。 交换历史有产品、 商品两种形式， 在马克思、 恩格斯那里又

将产品交换视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 毛泽东虽然也有时强凋商品交换， 他的晚年又把商品

交涣行成胚不平等的、，未易产生资本卞义复辟， 因而他又主张限制商品， 回到马、 恩早期设

想。 邓小平的开拓精神， 不见从 “ 本本 ” 出发， 而是从经济生活实际出发。 交换是产品再分

配， 它又制约消费与生产。 商品交换是资源、 生产要素展佳配置手段， 它可推动公右经济径

营机制转换， 搞活经济， 提高产品竞争力与提高效益， 推动生产。 消费既取决于分配， 根本

上是由生产决定的。 生产的提高则提高消费水平， 直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把商品径济或市

场经济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联在一 起， 这对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有积极意义的。

所渭商品交换与市场经济是中性的， 是讲它不能区分姓 “ 资 ” 、姓 “ 社 ” 。 娼小平l992

年春 “ 南巡讲话 ” 中说： “计划与市场都是手段'', “计划多一 点还是市场多 一 点” ， 不是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 “本质区别 ＇， ， 商品、 市场本质上是大生产的产物， 只要有不同所有

制与社会分工， 它邯会存在与发挥作用。 当今生产社会化、 国际化的发展， 愈加需要它。 如

果不把杜会主义生产关系视为封闭的自然经济， 只有更换调节手段， 面对现代科技革命、 生

产力革命带来的新桃战。

在我国40多年生产关系变革史中， 邓小平承前启后， 架起了毛泽东时代与后毛泽东时代

的桥梁， 他＇人维承、 纠千、 开拓中， 使毛泽东变革生产关系思想进一 步发展。 生产关系变革

贞说明： 任何新思想、 新理论的产生， 离它起点愈远， 愈易于判断。 我国经济改米虽然只芞

过］5年， 我国生产力高速发展， 已证明邓小平变革生产关系拥论是正确的。

附注：

0、
I «文汇识〉）19S3'.1'- 6月23日。

（（邓小平文选〉）年260诃。

＠它泽乐： （（苏联辽（政冶经济与教科书）谈话记录的论点汇编）〉（1959作底罕1960年春）。
辜也（动、 句、 动、 (@、创＠、 ＠邓小平« :i甘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王义》（增订本）第99、 117、

55、Cl、52、103、1�;、151、101 i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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